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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B0_E4_BA_A7_E5_c74_539919.htm 在劳动资料中，除

了列作固定资产核算的以外，还有一部分使用期间较短、价

值较小的工器具以及开发经营管理中使用的物品，包括工具

、器具、仪器、管理用具、玻璃器皿、劳保用品等。这些物

品和其他劳动资料一样，能使用于较长时期，在使用中仍保

持着自己的物质形态。但是，由于这些物品使用时间相对较

短或价值较小，经常需要添置更新，故在劳动资料中把这些

物品和固定资产划分开来，叫做“低值易耗品”，并将它们

视同劳动对象，把它们归于材料类中，在“低值易耗品”科

目进行核算。按照现行财务制度规定，凡是使用期限不满一

年的劳动资料和开发经营用主要设备，以及单位价值在2 000

元以上、使用期限不超过两年的非开发经营用设备，都划归

为低值易耗品。 对于低值易耗品与固定资产的划分，虽已有

如上的规定，但由于价格的变动或规格上的不同，若同属一

种物品，单位价值可能在规定限额之下，也可能在规定限额

之上，如将它们分别列为低值易耗品和固定资产，就会增加

管理上和核算上的困难。因此，仍应编制“低值易耗品目录

”，规范列入低值易耗品核算的物品。 由于低值易耗品可以

使用于较长的时间，它们被领用时，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

一次报耗和分次摊销方法。对那些价值不大或易破损的低值

易耗品，可采用一次报耗的办法。即在领用时，将其全部价

值记人有关的成本费用科目。对那些价值较大、不易破损的

低值易耗品，应采用分次摊销的方法，在领用时将其价值分



次摊入有关的成本费用科目。因此，企业在编制“低值易耗

品目录”时，还应划清一次报耗和分次摊销的界限，在目录

中注明哪些属一次报耗，哪些属分次摊销。 企业对于仓库中

所有的低值易耗品，都要设置“低值易耗品卡片”。对于分

次摊销的低值易耗品，最好在卡片中分别设置“在库”、“

在用”两栏，并在“在库”、“在用”栏下，各分设“增加

”、“减少”和“结存”三小栏，用以分别反映在库和在用

低值易耗品的增、减、结存情况。 凡购入新的低值易耗品，

均应根据“收料单”记入“低值易耗品卡片”的“在库增加

”栏。低值易耗品的发出，应区别一次报耗和分次摊销。对

一次报耗的低值易耗品，在领用时应填制“一次报耗低值易

耗品领用单”，据以记入“低值易耗品卡片”的“在库减少

”栏。对于分次摊销的低值易耗品，在领用时应填制“分次

摊销低值易耗品领用单”，据以记入“低值易耗品卡片”的

“在库减少”栏和“在用增加”栏。分次摊销低值易耗品报

废时，要填制“低值易耗品报废单”，并在单中注明残值，

据以记入“低值易耗品卡片”的“在用减少”栏。“低值易

耗品卡片”的“在库结存”栏，应同库存低值易耗品数相符

。“在用结存”栏，应同各单位领用的分次摊销低值易耗品

数相符。 对于一次报耗低值易耗品，在领用时，即可根据“

一次报耗低值易耗品领用单”，将其全部价值一次转入有关

成本费用科目，作如下分录入账： 借：采购保管费 ××× 开

发间接费用 ××× 管理费用 ××× 其他业务支出 ××× 贷

：低值易耗品 ××× 当月如有一次报耗低值易耗品报废时，

应将其残值作为低值易耗品报耗额的减少，冲减“采购保管

费”、“开发间接费用”、“管理费用”、“其他业务支出



”等科目。 低值易耗品的日常收发和核算，可按实际成本进

行，也可按计划价格进行。在按计划价格进行时，要按月分

摊计划价格成本和实际成本的差异。低值易耗品的成本差异

，可按各月低值易耗品领用额和当月成本差异分摊率计算。

各月分摊的一次报耗低值易耗品的成本差异，应记入“采购

保管费”、“开发间接费用”、“管理费用”、“其他业务

支出”等科目的借方和“材料成本差异”科目的贷方（如实

际成本小于计划价格成本时，应用红字）。 对于分次摊销低

值易耗品的领用，在核算上可以采用如下两种方法： 一是在

领用时即将它的全部价值自“低值易耗品”科目的贷方转入

“待摊费用”（当低值易耗品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时）或“

递延资产”或“长期待摊费用”（当低值易耗品使用期限超

过一年时）科目的借方。分次摊销记入有关成本费用科目时

，自“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或“长期待摊费用”科目

的贷方转入“采购保管费”、“开发间接费用”、“管理费

用”、“其他业务支出”等科目的借方。报废时，收回的残

值应作为当月低值易耗品摊销额的减少，冲减有关成本费用

科目。 分次摊销低值易耗品的摊销方法，通常可采用如下三

种： 1.比例摊销法 即按照各类低值易耗品的特点，结合历史

计算资料，确定月摊销率，以月摊销率乘各部门各类在用低

值易耗品的计划价格成本（或实际成本）来计算各使用部门

应负担的摊销额。 某部门某类低值易耗品的月摊销额=该部

门该类在用低值易耗品计划价格成本（或实际成本）×该类

低值易耗品月摊销率某类低值易耗品月摊销率=1/该类低值易

耗品使用月数×100%在采用这种摊销方法时，要为各类不同

摊销率的在用低值易耗品设置明细分类账，反映各个部门各



类在用低值易耗品的增加、减少、结存的计划价格成本（或

实际成本）和已摊销额。 2.净值摊销法 即根据各使用部门本

月结存的在用低值易耗品的净值和规定的月摊销率（一般可

定为10%），计算各使用部门应负担的摊销额。 某部门低值

易耗品的月摊销额=该部门在用低值易耗品净值×月摊销率该

部门在用低值易耗品净值=该部门在用低值易耗品计划价格成

本（或实际成本）-已摊销额在采用这种方法摊销时，要为各

个部门的在用低值易耗品设置明细分类账，反映各个部门在

用低值易耗品的增加、减少、结存的计划价格成本（或实际

成本）和已摊销额。 3.五五摊销法也叫“五成摊销法”，即

在领用时先摊销其计划价格成本（或实际成本）的50%，报

废时再摊销其余的50%（扣除收回的残值）。 如某房地产开

发企业对分次摊销低值易耗品采用在领用时即将其全部价值

转入“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或“长期待摊费用”科目

，然后加以分摊的核算方法。某月该企业管理部门共领用分

次摊销低值易耗品一批，计划价格成本为8 000元，该月成本

差异分摊率为2%，该批低值易耗品使用月数为10个月。则在

领用时，应将低值易耗品的计划价格成本8 000元和月末分摊

的成本差异160元（8 000元×2%）转入“待摊费用”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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